
过去一年，光伏行业的主流技

术风向急速转变，驶入了TOPCon

时代。尽管如此，作为推动 BC 技

术规模化量产的“头雁”，隆基绿

能和爱旭股份的举动始终能在光

伏圈激起涟漪。

隆基绿能和爱旭股份并不孤

单，众多光伏企业纷纷加入 BC 技

术 研 发 储 备 ，甚 至 搭 建 了 中 试

线。其中，英发德耀和金阳新能

源被认为旗帜鲜明地加入了 BC

技术“战队”。

按照英发德耀、隆基绿能和宜

宾高新区三方签署的年产 16GW

HPBC 电池片项目战略合作协议，

三方将加强光伏产业领域合作，

在HPBC电池生产、销售以及相关

技术领域进行广泛协作，并将于

2025年建设完成首期6GW产能。

英发德耀是英发集团旗下英

发睿能的子公司，从 2016 年开始

进 入 光 伏 电 池 制 造 。 InfoLink

Consulting 发布的 2024 年上半年

全球光伏电池出货排名榜单显

示，英发睿能与爱旭股份并列第

四位。

《中国经营报》记者翻阅资料

发现，英发睿能在安徽、四川和印

度尼西亚都建有光伏电池基地。

在 N 型电池领域，英发睿能不仅

拥有 TOPCon 产能，并且在 HJT、

BC和钙钛矿也有一定技术储备。

关于 HPBC 电池合作，隆基绿

能方面向记者表示：“目前，公司

正加速推进产业技术的迭代升

级，同时也通过技术授权及股权

合作的模式，加快 BC 产能的建

设，不断满足市场对 BC 系列产品

的需求，从而构建 BC 技术健康发

展的良性生态，推动全行业高质

量发展。”

2024 年 9 月，隆基绿能子公司

隆基乐叶、泉州金阳、钜能共同成

立合资公司，用于生产 HBC。按

照协议，合资公司将由钜能、泉州

金 阳 和 隆 基 乐 叶 分 别 拥 有

52.51%、27.31%及 20.18%的权益。

其中，隆基乐叶以注入资产（注：

机器设备）的方式出资1.3亿元。

金阳新能源方面指出，合资公

司生产 HBC 太阳能电池，将隆基

乐叶的西安航天产业基地四条

PERC 生 产 线 升 级 为 HBC 生 产

线。合资公司将向隆基乐叶或其

关联公司出售大部分生产的 HBC

电池，并由隆基乐叶或其关联公

司进一步封装成组件销售。

不过，关于产线升级问题，业

内人士向记者表示，PERC 生产线

升级为HBC生产线，设备用不上，

但是原来厂房可以升级改造利用。

隆基绿能方面向记者回应称：

其与金阳新能源的合作一方面是

基于金阳新能源长期研究 HJT 以

及HBC技术，有较好的技术基础，

同时金阳新能源和钜能共同给予

隆基绿能互利共赢的合作条件；

另一方面是隆基绿能也愿意支持

行业内企业技术转化。隆基绿能

用部分产线设备，帮助这些企业

完成量产探索，以验证他们的技

术水平。

阵营壮大

本报记者 张英英 吴可仲 北京报道

近期，A 股市场中的光伏 BC

电池概念受到热捧。截至 11 月

12 日 收 盘 ，BC 电 池（背 接 触 电

池）概念股隆基绿能（601012.SH）

涨幅超过 5%；爱旭股份（600732.

SH）更是收获三连板，五个交易

日累计上涨超过 30%。

此前一周，隆基绿能方面与

宜宾英发德耀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英发德耀”）、宜宾高新区

三方达成年产 16GW HPBC 电池

片 项 目 战 略 合 作 ，以 加 快 高 效

HPBC 电池量产，推动 BC 技术发

展生态构建。

不仅如此，隆基绿能还在两个

月前与金阳新能源（1121.HK）间接

全资附属公司金阳（泉州）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州金

阳”）、福建钜能电力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钜能”）共同成立合资公司

生产HBC电池。

备受业内关注的是，由爱旭股

份与德国康斯坦茨国际太阳能研

究 中 心 联 合 举 办 的 12th bifi PV

Workshop 2024 Zhuhai国际峰会将

于 11 月 20 日—22 日举行。其间，

隆基绿能、爱旭股份与 TCL 中环

（002129.SZ）三家公司高管还将共

同出席《BC高端对话》。

有意思的是，上述三家龙头企

业不仅存在竞争关系，而且其中两

家专利摩擦不断。在这背后，BC

技术产业生态正在不断壮大，也让

外界揣测其有“结盟”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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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合光能探索出海新模式：
资产置换获取美上市公司股份

光伏技术之争：BC巨头“结盟”壮大阵营？

天合光能方面提到，本次交

易将通过保留技术、品牌输出，结

合交易对方管理层在美国和北欧

资本市场渠道及外部顾问的行业

经验和政府关系，推动天合品牌

在美国更好发展，从而推进实施

公司整体战略布局，进一步优化

海外资产配置，提升海外业务的

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与此同时，天合光能还将通

过本次交易迅速回收现金，获得

股份和债权，实现投资增值，持续

分享美国地区光伏业务高盈利。

作为交易的另一方，FREYR

成立于 2021 年 1 月，是一家在美

国 纽 交 所 上 市 的 公 司（FREY.

US），主要在美国、挪威等地提供

电池解决方案，产品主要用于能

源存储系统和商业移动领域，包

括船舶应用和商用车市场。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

上半年，FREYR 的资产总额为

6.44 亿美元，负债总额 0.82 亿美

元。值得关注的是，2023 年和

2024年上半年，该公司出现亏损，

且营业收入均为0。

根据公告，本次交易完成后，

FREYR与天合光能将共同执行多

阶段战略合作计划。FREYR产出

的组件仍将使用天合光能品牌并

和天合光能合作对外销售，以确保

美国本土制造产品供给，进一步提

升产品竞争力和影响力。

另外，具体相关的合作细节

双方仍在洽谈中，包括但不限于

技术合作、运营合作、销售合作

等。同时，天合光能将通过委派

董事、首席运营官、首席战略官等

方式更深入地参与 FREYR 的日

常运营。

值得一提的是，吴春艳（高纪

凡配偶）控制的 Trinaway Invest-

ment Second Ltd 拟以 0.15 亿美元

认购 FREYR 定向发行的 0.14 亿

股新股，该认购行为构成天合光

能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公开资料显示，天合光能成

立于 1997 年，是一家全球领先的

光伏智慧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提供

商，主要业务包括光伏产品、光伏

系统、智慧能源三大板块。2024

年上半年，天合光能实现全球光

伏组件出货 34GW，位居全球光

伏组件出货量榜单第三。

受光伏市场环境变化的影

响，2024年前三季度，天合光能实

现营业收入 631.47 亿元，同比下

降22.16%；亏损8.47亿元，同比下

滑116.67%。2024年第三季度，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 201.79 亿元，同

比下降 36.41%；亏损 13.73 亿元，

同比下滑189.31%。

天合光能方面表示，本次交

易预计将实现投资收益，预计

2024年利润总额和现金流将有所

增加。

置换美企股份

本报记者 张英英 吴可仲 北京报道

光伏巨头天合光能（688599.

SH）在海外的投资模式有了新

变化。

11 月 6 日晚间，天合光能发

布公告称，其全资子公司 Trina

Solar（Schweiz）AG 将下属的核

心资产 Trina Solar US Manufac-

turing Module 1，LLC（以下简称

“TUM1”）出 售 给 FREYR Bat-

tery，Inc.（以下简称“FREYR”）。

作为此次交易标的，TUM1

成立于 2023 年 6 月，法定代表人

为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纪凡，净

资产约为 5 亿元，主要业务为组

件生产与制造。交易涉及重组

的底层资产为天合光能在美国

建设完毕即将投产的 5GW 组件

工厂。

对于本次交易的背后原因，

天合光能方面并未向《中国经营

报》记者作出回应。根据公告，

天合光能通过本次交易将获得 1

亿美元现金、面值为 1.5 亿美元

的优先票据以及 FREYR 普通股

0.46亿股。

BC专利技术问题是光伏行

业内绕不开的一个话题。特别

是在供需错配的市场环境下，企

业之间的竞争已不再局限于价

格层面，专利战已成为新的竞争

方向。

近一年来，围绕BC技术专

利，TCL 中环子公司 Maxeon 与

爱旭股份的风波不断。爱旭股

份 2024 年半年报显示，2023 年

11 月，Maxeon 向德国曼海姆地

方法院起诉爱旭股份 2 家德国

子公司和1家德国客户，认为爱

旭股份生产的ABC组件产品未

经许可使用了Maxeon在欧洲专

利 号 为“EP2297788B1”的 专

利。次月，Maxeon 向荷兰海牙

地区法院提出请求，要求就与爱

旭股份1家荷兰子公司和2家客

户的专利侵权索赔启动初步禁

令程序。

2024 年 6 月，Maxeon 向欧

洲统一专利法院的杜塞尔多夫

地方法院起诉爱旭股份 3 家欧

洲子公司和5家欧洲客户，认为

爱旭股份生产的ABC组件产品

未经许可使用了Maxeon在欧洲

专利号为“EP3065184B1”的专

利（“EP2297788B1”专利权的同

族专利）。

Maxeon 是 SunPower 分 拆

后的一家新公司，主要涉及光伏

电池组件业务，其拥有 IBC 电

池—组件系列专利、TOPcon电

池工艺系列专利、叠瓦组件系列

专利，并在全球形成较强的知识

产权和相关产品的保护能力。

与此同时，爱旭股份也称自

身构筑了N型BC的专利布局，

并且有望大大延缓行业间的核

心技术扩散和拉长其他厂商掌

握并量产 N 型 BC 技术的时间

周期，有效构建了技术壁垒。截

至 2024 年上半年，该公司已申

请有关ABC的专利587项，取得

授权223项。

对于两家企业之间的专利

纠纷进展，爱旭股份方面和TCL

中环方面均未向记者回应。

有意思的是，未来一周内，

TCL中环、爱旭股份与隆基绿能

三家公司高管将共同围绕 BC

技术展开对话并接受媒体采

访。至于当前爱旭股份与TCL

中环之间的关系有何变化，三家

公司是否会有所合作，这引发外

界遐想。

TCL 中环在第三季度业绩

说明会上指出，其将继续坚持和

优化叠瓦产品技术路线，并在某

些区域和区域客户上，匹配其他

的组件产品（包括半片、TOP-

Con）。“我们的优势是 BC 的技

术专利，我们也会把BC的生态

做好。但是投资电池厂可能不

是当前最好的选择，更希望跟行

业做好协同。”

相比之下，隆基绿能目前并

未发生BC技术专利冲突。

在多个场合下，隆基绿能表

明自己具备专利布局的立场。

在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上，隆基绿能方面表示：“隆基在

BC产品专利方面的布局是比较

深厚的，我们也会采用更加积极

的态度来维护我们的知识产

权。虽然我们有很多的知识产

权及技术创新，但隆基过去在这

些方面还是偏保守，并没有采取

一些主动行为，但未来隆基在这

方面的策略会有所变化，这跟整

个市场的竞争形势也有关系。”

专利之争

至于当前爱旭股份与TCL中环之间的关系有何变化，三家公

司是否会有所合作，这引发外界遐想。

美国市场对于天合光能而言

极其重要，它与中国、欧洲构成了

全球三大光伏应用市场。2023年，

天合光能在美国销售额为 108.28

亿元，毛利率为34.23%。对比不同

区域的境外收入，天合光能在美国

的销售额位居欧洲之后，境外销售

毛利率最高。

但近年来，出于保护本土产业

的目的，美国、欧盟、印度等国家和

地区通过发起“双反”调查、保障措

施、关税壁垒或调查程序等方式，

对中国光伏企业设置贸易壁垒。

特别是当前，美国将贸易“大棒”

挥向东南亚，中国光伏企业在当地的

产能也面临经营压力。为此，在过去

一年多时间里，天合光能、隆基绿能

（601012.SH）、阿特斯（688472.SH）、

等企业纷纷宣布或加码在美国设厂。

天合光能方面在2024年三季

度业绩说明会上表示，目前，光伏

行业仍面临着外部环境的诸多不

确定性，比如美国对东南亚开展的

“双反”调查，反倾销税和追溯机制

都还悬而未决。天合光能第三季

度美国市场的出货量为 800MW，

相较于前两个季度出货节奏有一

定放缓。

如今，随着唐纳德·特朗普再

次当选美国总统，这也为赴美建厂

的中国光伏企业增加了新的变数。

此前，拜登在任期间为应对气

候变化危机推出了《通胀削减法

案》，涉及超3000亿美元的清洁能

源投资、税收抵免项目。但是，在

外界看来，特朗普是传统化石能源

的支持者，其是否导致美国能源转

型变缓值得关注。一位光伏分析

师向记者表示，美国方面为保护美

国本土制造业，并不希望中国企业

从《通胀削减法案》获益补贴。

天合光能此次通过出售资产

获取股份的方式，能否稳住甚至增

强其在美国光伏市场的竞争优势，

有待进一步观察。

进击美国市场

BC是一种平台技术，可与P型

PERC、N 型 TOPCon 和 HJT 等兼

容，形成 PBC、TBC、HBC 等多种

xBC结构。招商证券分析指出，目

前TBC产业化进程更领先，如爱旭

股份 ABC 系列，以及 2024 年隆基

绿能新发布的 HPBC2.0（HPBC 二

代）也已升级为N型衬底的技术。

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隆基绿

能 HPBC 二 代 产 品 和 爱 旭 股 份

ABC 产品所用 BC 技术属于 TBC。

对此，隆基绿能方面向记者表示，

不方便透露。爱旭股份方面则向

记者表示，ABC是一种综合了多种

优势工艺的BC技术，与TBC技术

有些类似。

在技术支撑下，爱旭股份和隆

基绿能的产品不断更新升级。

从产品布局上看，爱旭股份开

发出全场景化的 N 型 ABC 产品矩

阵——包括户用场景的“黑洞”系列，

工商业场景的“慧星”系列和应对低

承载力屋顶的“星云”轻质组件产品

系列，以及集中式场景的“恒星”系

列，包括应用于地面的“北极星”产品

和应用在水面的“天狼星”产品。在

2024年SNEC展会期间，爱旭股份

还发布了“满屏”ABC组件。

隆基绿能自 2023 年 9 月官宣

BC 技术以来，已连续推出了多个

场景化组件新品，从基于最早 BC

技术而生的 Hi-MO 6，到 Hi-MO

X6防积灰组件、Hi-MO X6双玻耐

湿热组件、Hi-MO X6 Max系列产

品，再到更高效的HPBC二代技术

及以此应运而生的 Hi-MO 9 和

Hi-MO X10产品。

2024年上半年，爱旭股份和隆

基绿能的BC产品出货量均取得显

著增长。其中，爱旭股份实现N型

ABC 组件销售量 1.62GW，较 2023

年全年大幅增长232%，实现ABC组

件不含税营业收入17.01亿元；隆基

绿能实现 BC 组件出货约 10GW。

隆基绿能方面在 2024 年三季度业

绩说明会上透露，明年HPBC二代

产品的出货目标力争达到30GW。

从产能建设角度看，爱旭股份

和隆基绿能仍在推进扩产。

截至2024年上半年，爱旭股份

已经完成了珠海基地首期10GW N

型 ABC 电池及组件产能的建设投

产，并完成义乌基地首期15GW N

型 ABC 电池及组件产能的部分建

设，其中7.5GW产能已基本完成调

试及产能爬坡。同时，该公司已启

动济南一期 10GW N 型 ABC 电池

及组件产能的建设，正打造第三代

N型ABC制造基地，预计将于2025

年上半年实现投产。而按照规划，

预计 2025 年年底前，隆基绿能 BC

产能将达到 70GW（其中 HPBC 二

代产能约 50GW），并计划到 2026

年年底将国内电池基地全部迁移

至BC产品。

成本一直是BC技术产业化过

程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它也直接关

系到BC技术的市场竞争力。

爱旭股份方面在2024年半年报

中提及，当前受各新生产基地产能爬

坡及阶段性产能利用率影响，N型

ABC组件历史生产成本较TOPCon

组件仍有一定差距，预计在销售出货

增长过程中得以大幅改善，现有珠海

及义乌生产基地产能有望与TOP-

Con 单瓦生产成本保持一致。 同

时，济南基地建成达产后，生产成本

有望进一步下降，实现N型ABC组

件在成本端的更显著相对优势。

今年 9 月，隆基绿能董事长钟

宝申在 2024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上表示，BC 产品还有很大的降本

空间。未来两年，BC 组件在成本

上将与TOPCon相当。

迭代和扩产

英发德耀和金阳新能源被认为旗帜鲜明地加入了BC技术“战队”。

成本一直是BC技术产业化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它也直接关系到BC技术的市场竞争力。

近期，隆基绿能在ATP上海劳力士大师赛现场发布了HPBC二代分布式产品Hi-MO

X10。 本报资料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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